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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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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5月13日，国家疾病预
防控制局正式挂牌。

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各地加快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进度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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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 玲 实习记者李唯尘）5 月
13 日，河南省举办“规范托育服务中原行”启动仪
式、“国际家庭日”（5月15日）主题宣传活动暨托育
服务发展高峰论坛，普及和落实托育机构建设标准
和管理规范，推进托育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
建设。

随着出生人口的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
服务成为社会和家长普遍关心的话题。国家“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发展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
展的政策体系。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
化发展，提高保育保教质量和水平。”河南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将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纳入全省“十
四五”发展规划重要内容。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延军在启动仪式
上说，为落实好“十四五”规划目标，推动托育服务
高质量发展，省卫生健康委和省计划生育协会决定
在全省开展“规范托育服务中原行”活动，大力宣讲
国家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普及和落
实托育机构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加强托育服务从
业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为婴幼儿家庭提供科
学养育指导，推进托育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
建设，不断提高整体服务管理水平，满足人民群众
对托育服务的需求。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通过政府鼓励、政策引导和
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大力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全省托育服务工作快速发展。截至 2020 年年底，
全省共有托育服务机构2616个，提供托位11万个，
入托婴幼儿6万人。

启动仪式上，还通报了河南省通过备案的托育
机构和各地示范托育机构名单。随后，河南省托育
服务发展高峰论坛如期进行，与会专家就托育行业
人才培养、托育政策解读等进行了专题授课。

河南考区医考
网上缴费开始了

本报讯（记者卜俊
成 通讯员马 莉）河南
考区于2021年5月14日
至28日开通实践技能考
试阶段网上缴费，缴费标
准为 280 元/人。逾期未
缴费者视为放弃实践技
能考试资格。

考生可浏览河南医
政网（www.henanyz.com）
认真阅读《国家医师资格
考试河南考区网上缴费
注意事项（2020 版）》，并
登录国家医学考试网考
生账户操作缴费。易宝
支付公司统一受理缴费
和退费问题。联系方式：
一、易宝支付在线客服：
www.yeepay.com；二、易
宝支付 24 小时支付热
线：95070；三、易宝支付

客服邮箱：help@yeepay.
com。

今年河南考区实践
技能考试全部纳入国家
实践技能基地考试。为
确保考试公平公正，根据
考试工作安排，临床、口
腔类别考生随机分配考
试基地，中医类别考生按
区域划分考试基地，公共
卫 生 类 别 考 生 集 中 考
试。考区将于 6 月初发
放准考证，请考生提前做
好准备，并根据准考证提
示按时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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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5月11日，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学党史树形象”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河南卫
生干部学院，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职业精神
课。该校300余名师生代表聆听了报告会。

当天，省卫生健康委“学党史树形象”先进事迹
报告团成员郑州新华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陈延
宾，“中国好护士”抗疫特别人物、第五届河南最美
护士邵青青，“中国好医生”抗疫特别人物、感动中
原年度人物冯石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
医生马文芳，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胡佩兰的弟子唐利
平，全国道德模范曾伟等做了专题报告。

河南卫生干部学院院长丁树德说，去年8月底，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河南卫生干
部学院举行，为新生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
课”，让“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神和伟大抗疫精神根植学生心中。今年
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希望通过报告团成
员的先进事迹，号召同学们更好地向典型学习、向
榜样致敬，积极投身健康中原建设的伟大事业，让
人生更加出彩。

下一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学党史树形象”先
进事迹报告团将继续在医学院校开展巡讲活动，唱
响学习先进典型、弘扬医者职业精神的主旋律，激
励更多的医学院校学生投身健康中国建设。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先进事迹报告团组建于
2016年，先后在河南、青海、四川、上海、辽宁、云南、
广西、新疆等地巡回报告 30 余场，现场观众达 4 万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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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许昌市立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队分别在许昌市新田360广场、许都广场开展急救知识科普宣
传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群众演示心肺复苏及海姆立克急救法，演示结束后采用互动形式，让群众参与到活
动中来，使大家对应急救护知识有了进一步了解。

王正勋 侯林峰 罗 薇/摄

这一天
他们过得很充实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田 胜 谢宗阳

5 月 12 日，来自河南省护
理学会健康教育分会、志愿者
工作委员会、人文护理分会的
19名护士齐聚荥阳，现场示教
心肺复苏急救技术、医疗专家
联合义诊、学党史等。

“若发现有人晕倒在地，
先评估现场环境是否安全，把
患者转移到安全地方，然后看
时间，并大声呼喊‘快来人啊,
有人需要抢救’，再判断患者
意识，双手用力拍打患者的双
肩，并对其两耳朵大声呼喊

‘喂，你怎么啦’”……当日上
午 9 时许，河南省胸科医院急
诊护士范威威、王焕东现场示
范心肺复苏术，吸引当地居民
驻足观看并踊跃参与。

“我这样按压对不对？”“我
吹气的方式对吗？”“拍婴儿后
背的力度多大合适？”现场学习
心肺复苏的居民打开了话匣
子，范威威、王焕东忙不过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育处
副处长王秀玲等迅速顶上，手
把手地教学，小朋友们也禁不
住跃跃欲试。

除了心肺复苏教学，义诊
现场也吸引不少居民踊跃排队
咨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医师马笑堃，河南省
胸科医院呼吸内科医师崔佳
佳、心血管内科医师孙玉梅，以
及河南省人民医院骨科医师邢
帅的义诊桌前排起了长队，护
士现场进行的血糖监测、血压
监测、房颤筛查也吸引不少行
人停下脚步主动测量。

“咦，这是啥东西？现在医
学都这么先进了，这个小仪器
拿在手里就可以监测心电图。”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护士于江琪桌前的房颤筛查仪
器让不少居民发出感叹。

义诊结束后，河南省护理

学会副理事长刘延锦、健康教
育分会主委李秀霞、志愿者工
作委员会秘书孙花、人文护理
分会主委郭舒婕，受河南省护
理学会副理事长及《跟我学护
理》护理科普丛书的主编宋葆
云的委托，向荥阳市廉政文化
公园的员工赠送了 120 册《跟
我学护理》护理科普读物。随
后，全体人员一起参观学习荥
阳市党建主题公园，强党性，
悟初心，坚定理想信念，感悟
使命担当，提升政治素养，以
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为人民服务，
护卫人民健康。

据刘延锦介绍，本次科普
义诊活动以“科技促民生科普
惠健康——护卫健康、未病先
防”为主题，19 名护士分别来
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
南省人民医院、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省胸科医院、省肿瘤
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当天，义诊团队共提
供咨询 200 余人次，免费测血
压 200 余人、测血糖 200 余人，
培训急救技能50余人，发放健
康宣教资料近200份。

“第一次参加护理学会
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前辈专
家 ，我 要 向 她 们 多 取 取 经 。
这个护士节过得特别充实。”
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科男护
士范威威希望自己有机会多
参加类似活动，方便和同行
沟通交流，一席话说出了大
家的心声。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科学补碘 保持人群合理碘营养
因地制宜 持之以恒控制地方病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阚全程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冯
金灿）5月13日，医药卫生报社
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淮海
战役陈官庄纪念馆，开展“重温
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主题
党日活动，传承淮海战役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在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
馆内，党员干部重温了淮海战
役这场气吞山河的大决战的
革命场景和无数革命先烈的
感人事迹。当大家了看到正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543万父老乡亲“最后一碗米，
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
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
在担架上”倾尽全力支援前
线，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经过66
天的鏖战，创造“60 万战胜 80
万”的战争奇迹时，更加坚定
了“听党话、跟党走，做好卫生
健康新闻工作，恪守为民情

怀，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无
悔信念。

在纪念碑前，党员干部怀
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敬献花篮，
并肃立默哀。随后，大家重温
入党誓词，表达对革命先烈的
无限缅怀和不断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
者；坚持正
确 舆 论 导
向，做引领
时 代 的 新
闻工作者；
坚 持 正 确
新闻志向，
做 业 务 精
湛 的 新 闻
工作者；坚
持 正 确 工
作取向，做
作 风 优 良

的新闻工作者的决心。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不断提升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强化履职尽责，突出知行
合一，肩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
职责使命，以昂扬的姿态和高
质量的工作成效迎接建党100
周年。

医药卫生报社

主题党日传承淮海战役精神

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缺
碘造成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现出
来的一组疾病的总称，是曾经广
泛危害人类健康的地方病。碘缺
乏病是可以预防的，最简便、安
全、有效的预防方式是食用碘
盐。我省历史上是碘缺乏病流行
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经过多年
的防治，已经实现持续消除碘缺
乏病。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对居民健康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是第28个
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是

“科学补碘，健康一生”。全省卫
生健康系统要以“防治碘缺乏病
日”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对消除碘
缺乏病工作紧迫性、艰巨性的认
识，宣传普及科学补碘知识，持续
消除碘缺乏病危害，努力维护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
病防治工作，于 2018 年启动地方
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2020年
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地方
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将地方病
防治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省委、省政府把地方病防治
作为健康中原行动的重要任务，实
施河南省地方病专项防治攻坚行
动，落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
学补碘”的防治策略，碘缺乏病防
治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年
底，全省应消除碘缺乏病的153个
县（市、区）全部实现消除碘缺乏病
目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全省人群
碘营养总体处于适宜水平，儿童甲
状腺肿大处于低流行状态，全省无
新发地方性克汀病病例。我省地
方病专项防治攻坚行动的圆满收
官，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

坚强的健康保障。
持续消除碘缺乏病，是全面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举措，
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郑重承诺。
碘缺乏病防治工作需要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建立完善可持续消
除与控制机制。一要压实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完善防治
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依
托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压紧压
实领导责任，坚持将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将防治工作纳入乡村建
设行动，加强考核评估，形成上下
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卫
生健康部门要会同发改、工信、盐
业、教育、市场监管、残联等有关
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高质
量推进碘缺乏病等地方病防治工
作。二要巩固成果，探索长效机
制。持续完善地方病监测体系，

为科学调整干预策略和防治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落实精准补碘、
差异化食盐供应等措施，加强碘
盐管理，提高合格碘盐食用率，确
保水源性高碘地区未加碘食盐供
应。扎实推进地方病防控示范县
建设，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地方
病防治和管理模式。三要加强宣
传，提高健康意识。将地方病防
治知识纳入公益宣传，开发科普
材料，用好新媒体平台，通过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进一步提高全
社会对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的认
识，持续引导群众形成科学补碘
的健康生活方式。四要精准救
治，完善救助体系。在地方病患
者筛查的基础上，建立健康档案
和救治台账，纳入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发挥
乡镇卫生院和防保医生的基础作

用，对现症患者全部实行签约服
务、个案管理。明确地方病救治
定点医院，按照分级诊疗原则，落
实患者治疗医保报销政策。五要
深化改革，强化能力建设。卫生
健康部门要以疾控体系改革为契
机，合理增设地方病防治岗位，激
发内生动力，稳定防治队伍，确保
地方病防治工作有人干、愿意干、
能干好。疾控机构要加强实验室
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全面提
高检测能力和技术水平。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
再奋蹄。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挑重担，开拓创新，通过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能力建设、完
善工作规范、普及健康教育，持续
消除碘缺乏等地方病危害，为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本报讯 （记者刘 旸）河南省
人民政府代省长王凯日前签署政
府令，《河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明确要在
建立健全传染病医疗救治体系、成
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委
员会、建立相关中西医协同救治机
制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办 法》明 确 ，要 建 立 健 全 分
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医疗救治

体 系 。 省 、设 区 的 市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依 托 实 力 较 强 的 综 合 性 医 院 、
中 医 医 院 设 置 传 染 病 医 院 ，作 为
重 大 疫 情 的 医 疗 救 治 基 地 ，承 担
传染病患者救治任务。

《办 法》明 确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府应当组织成立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由预防医学、临床医学、药学、
中 医 学 等 相 关 领 域 的 专 家 组 成 ，
并可以根据需要成立专项工作专

家组。
《办法》还明确了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
要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 用 ，建 立 完 善 中 医 药 参 与 突 发
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的中西医
协 同 救 治 机 制 ，加 强 相 关 专 业 中
医 药 临 床 救 治 专 家 团 队 建 设 ，组
织 制 定 中 医 药 防 治 技 术 指 南 ，开
展 中 医 药 防 治 技 术 培 训 ，提 高 中
医药防治水平。

河南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